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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onstructivist theory and online teaching,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mmon teaching 
modes of university English online teaching, such as lecture,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 and flipped. On this basis,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ncludes: the designer of teaching tasks and the producer of courseware; the 
collector, manager and publisher of information; the organizer, participant and leader of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supervisor of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tester of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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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网络教学中常见教学模式及教师角色定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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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从建构主义理论与网络教学的契合性出发，阐述了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的常见教学模式，讲授式、协作式、讨论式和翻转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包括：教学任务的设计者和课件的制作者；信息的收集者、管理者和
发布者；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以及学习过程的监督者和学习效果的检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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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以

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为核心的互联网在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CASLR（计

算机辅助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和 CALT（计算机辅助语言测试）

为外语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第三媒介”[1]。网络创

造出了包含丰富目标语言的“虚拟现实”，其展现出的交互

性、实时性和情景化的功能极大地契合了外语教学所要求的

交际性、真实性、内隐学习、文化移入以及语言学习自动化

的需求。在网络环境下的外语学习中，学生成为“以技术为

交流媒介的独特的任务学习者”[2]，通过真实可信的文本，“发

展感受和创造的能力”[3]。教师通过语言训练，发挥学生在

学习目标设定、语言文本选择、输入输出语言信息意义界定

方面的自主性，培养合作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能力。语言

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1）社会背景暗示和非语言暗示减弱导致语言学习者

焦虑水平的降低，由此使学习动机得以积极强化，学习者的

参与性得以提高 [4]。

（2）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人工智能、教育

技术的发展以及写作辅助软件的开发使对语际语的监控性增

强，从而促进了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发展 [5]。

（3）语言学习者在网络互动中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话语

功能，并从有利于交往的角度出发，作出相应的修正，其语

言生成的质量比面对面的课堂交流要高，也更加连贯和富于

表现力 [6]。

作为教学环节的主导者——教师，在面对如此强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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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辅助工具时，如何能在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强化教学的同时，

帮助学生进入到一个理想的学习状态，一直是语言教学者们

研究的课题，而语言教师如何在网络教学中进行角色定位也

是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

2 建构主义理论与网络教学的契合性

语言学习要求其学习者大量且频繁地与现实环境发生互

动，因而学习环境的拟真程度越高，学习者的积极性也越高。

网络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摆脱了传统课堂单一的教学

模式，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地接受教师发布的信息，

还可以自由组建网络学习社区，与其他学习者交流。网络学

习的优势在于它让学生无论课内还是课外都能与教师和其他

学习者保持联系，它使学生不再局限于传统枯燥的课堂活动，

它营造出了语言学习所需要的环境，除了给学生形象、逼真、

丰富多彩的感官刺激外还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创造力。而

最能迎合网络教学模式的理论当属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学习过程是通过人本身具有的知

识结构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相互作用而获得和建构知识的过

程。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通过一定的辅助手段

（教师、同学、网络等），利用必要的学习材料，通过意义

构建的方式获得知识。学习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成

为知识的建构者；教师也不再是讲授者，而成为学习活动的

指导者和组织者。学习者在这一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表现为

以下三个方面：

（1）他们必须主动地探索和发现新知识。

（2） 在建构过程中，他们必须去搜集和分析大量的信息。

（3）他们必须学会将新旧知识相结合，并学习与他人

协作。

建构主义理论提出的观点与我们目前的网络教学特点极

其吻合，因而对我们的网络外语教学极具价值。

3 网络环境下的几种常见英语教学模式
3.1 讲授式教学模式

最常见的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模式是讲授式教学模式，如

慕课。教师在虚拟课堂中传授语言知识，学生通过网络获取

学习内容，师生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交流，所有的互动和教

学活动都依赖网络来实现。这种教学模式的缺点在于教师无

法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状况，通过网络检测获得的学习反馈

则缺乏精确性和真实性，对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内

容帮助有限。

3.2 协作式教学模式

协作式教学模式指的是学习者通过营造的网络学习社区

来进行互帮互助式的学习。基于互联网的 CAI 技术为学习者

们提供了 BBS、聊天室和学习社区等进行学习交流的场所。

在这一领域，师生们可以实现答疑和讨论互动；学习者们可

以进行学习心得的交流，学习资料的交换以及学习内容的操

练。这一平台可以促进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迫使他们去主

动了解学习内容，搜集和了解更多的新信息，便于给其他学

习者提供有用的知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网络环境下的协

作式教学模式是学生们提高自学能力的一大动力。

3.3 讨论式教学模式

互联网的自身特有优势导致了讨论式教学模式的产生。

教师在特定的时间进入聊天室引导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完成

知识点的深化理解和疑问点的梳理与解决。讨论的目的在于

帮助学生们明晰观点，澄清错误，进而引发学生们深层次的

思考。网络教学因为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能较好地实现这

一教学模式。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对引领性问题的准备以及有

效控制讨论的走向，以免出现偏离教学目的的情况。

3.4 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是目前大学英语常用的一种教学模式，通常的

程序是：教师课前制作微课——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引导

答疑和讨论——学生展示学习成果——教师评论——学生课

后的扩展学习 [7]。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学生们成了学习

的主动进行者，课程内容的学习放在了课前和课后，而课堂

的学习活动主要是教师答疑和师生讨论。这一教学模式与网

络教学环境高度契合，因而也是许多教师愿意采用的模式，

但是这一教学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学生自主学习

的教学效果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课堂讨论和答疑效果，教师

的网络技术会影响微课的录制效果，过度地强调学生自主学

习会导致学习有效性减弱。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使用翻转课

堂模式需要更加严格的教学过程监测。

4 网络环境下教师的角色定位

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的新的教学模式，结合网络优势和

新的外语教学模式的特点，我们将大学英语教师的角色进行

了新的定位，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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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学任务的设计者和课件的制作者

教学任务是否合理、教学课件的制作是否合格决定了网

络教学实施的顺利与否。区别于传统课堂，网络课堂中的教

学任务不要求学生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完成相同的学习任务，

学生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自主完成学习，唯一需要

遵守的是任务指令和完成时限。对于网络教学来说，教学课

件的重要性等同于教材。而作为教学任务的执行者，教师需

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技术如 PPT 演示课件的制作、微课和慕课

的录制、简单的网页制作等。在这一角色中，教师需要注意

的是不能过分强调网络技术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教学内容。在

网络教学过程中，网络技术提供的是个教学平台，是实现教

学过程的支撑，而真正的主体是教学内容。因此，在教学设

计环节，教师更应该关注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教学视频的

制作也应该围绕着这两点进行，过多地关注制作技术而忽略

了教学目的会导致教学的最终失败。

4.2 信息的收集者、管理者和发布者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也需要收集、管理和发布信息，然

而所涉及的内容更多的是与教材有关的，收集的途径也很受

限，信息的发布方式也基本是课堂传授，较单一。网络教学

要求教师在网络上补充大量的课内外资料，以备学生们的随

时查阅，因此教师的前期备课量远远大于传统课堂。教师首

先需要自己去网络搜集很多相关的信息，阅读之后根据教学

目的进行分析和整理，最终选出适合的资源发布到学习平台，

供学生们自学；随时关注最新的知识动态，更新自己的知识

结构是网络教学给教师提出的必要条件。

4.3 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领者

传统课堂的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而网络课堂

的教师更像一位主持人，他 / 她在课前提前发布学习任务和

内容，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参与互动和讨论，互动过程中，教

师可以暂时退到一边，把发言权交给学生，给他们各抒己见

的自由，教师在必要的时候给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学生的发

言做出恰当的点评，保证讨论方向的不偏离，并在讨论结束

时进行总结。这一过程可以起到强化个体学习的效果。

4.4 学习过程的监测者和学习效果的检测者

教师在传统课堂中主要是通过批改作业、定期测验和学

期末考试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的，但在同步监测学习情况

这一方面却远不如网络教学那么实时和准确。网络技术赋予

教师可以精确检测学生们的学习时长、学习兴趣点和学习难

点的能力，因此教学效果的反馈也更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也有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进度。这一角色需要教师

具备的除了网络技术能力还有分析数据的能力，以此来获得

有用的信息进而进行教学调整。

5 结语

在当今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前景下，网络教学的发展

势不可挡，而作为传统课堂的一个有力补充，网络课堂对各

位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准确地认识自己在网络课堂中的角

色定位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尽管有着诸多的困

难和缺陷，大学教师依然应该满怀信心地投入更多教学方式

的尝试、实践和探究中去，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更多的

耕耘和收获。

参考文献

[1] Crystal D.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Chapelle C. Computer Applic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Carrier M. ELT Online: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J]. ELT Journal. Ox-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03):51.

[4] Gray R, Stockwell G. Using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for 

Language and Culture Acquisi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

ty,2003.

[5] Cubillos,J.H.Technology: A Step Forward i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auge.In Harper,J, Lively,M. & Williams, M.(eds),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Profession: Issues and Emerging Ideas for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M] Boston: Heinle &Heinle,1998.

[6] Orgeta,L. CACD in the L2 Classroom: What Do We Know so far? [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1997(01):82-93.

[7] 王洪林 , 钟守满 . 中国外语教学改革前瞻 : 从微课到慕课再到翻转

课堂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02):32-33.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14.6000


